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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一个在神州大地上家喻户晓、熠
熠生辉的名字。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
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
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
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在焦裕禄的
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严守党的纪律、对党忠诚，
为每一名共产党员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

坚定跟党走，是焦裕禄始终不变的初心。
1945年8月，焦裕禄从宿迁返回家乡，加入村
民兵组织，参与了家乡的解放。在党的教导
下，结合对旧中国和自己一样劳苦大众苦难经
历的思考，焦裕禄迅速成长起来，他三写入党
申请书，向党组织表达了入党的愿望。在入党
登记表中，焦裕禄写下了自己的誓言：在党的
领导下为彻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贡献一切。
在工作中，他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执行党
的决定。

焦裕禄坚持用党的理论武装自己。到兰
考工作时，他随身带来了《毛泽东选集》。无论
在办公室还是下乡工作，他总是把《毛泽东选
集》带在身边。县委常委会上，他组织大家学
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等。工作遇到困惑时，他反复研读毛泽东的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他曾深有体会
地说：“干劲不足的时候查思想，思想不通的时
候，就要加紧读毛主席的书。”焦裕禄病逝后，
工作人员在整理其遗物时，在他枕边发现了两
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
员的修养》。

焦裕禄高度重视政治教育，常常告诫党员
干部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1963 年 4
月1日，兰考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焦裕禄起
草了《中共兰考县委要求全体党员坚定地树立
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其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员
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令，要努力学习党章、
党纲和党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
平。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焦裕禄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无论在什么地
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他都全力以赴完成好
党交给的任务，是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典范。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尉氏县成
立了支前总队，焦裕禄服从组织安排，担任彭
店区支前大队长，带领彭店区 1000 多人的队
伍开赴前线，顶风冒雪、涉水蹚泥，冒着生命危
险推着独轮车运粮拉伤员，出色地完成了任
务。

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党
需要大批优秀干部加强工业建设。同年7月，
焦裕禄服从组织安排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
厂。从农业战线到工业战线，行业跨越较大，
但焦裕禄没有畏缩，决心从头学习相关业务知
识。在洛矿9年工作时间，焦裕禄和工友终于
成功研制出全国首台新型直径2.5米双筒提升
机，填补了我国矿山机械生产的一项空白。

1954年8月，焦裕禄等5人作为工业农业
战线抽调的干部到哈工大深造。当时由于基
础薄弱，焦裕禄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但他迎难
而上，废寝忘食地进行钻研，经过半年努力，焦
裕禄顺利完成了速成班的学习任务。但是，就
在学校即将安排他和同事转入本科学习时，洛
阳矿山机器厂投产时间突然提前，他们接到立
刻回厂上班的通知。焦裕禄心有不舍，但还是
服从组织决定，并给大家做思想工作，很快返
回洛阳矿山机器厂继续工作。

20世纪60年代，兰考县处于“三害”严重时
期，当地委组织部同志和焦裕禄谈话时，明确告
诉了他兰考的困难情况，要他在思想上有个充
分准备。焦裕禄态度十分坚决地说：“感谢党把
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
炼人，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廉洁奉公不谋私利

焦裕禄的一个妻侄原来是一名工人，1959
年至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下放回家，没
有了工作。焦裕禄到尉氏担任县委书记处书
记后，焦裕禄的妻嫂多次找他要求给孩子安排
一个工作，每次焦裕禄都说不行。一次，焦裕
禄的妻嫂找到焦裕禄，直接追问：“孩子的事行
不行你说个干脆话。”焦裕禄坚定地回答说：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决不能光考虑自己的事，
自己要和群众一样对待，政策允许我还能不
办？政策不允许，让我办也不能办！”妻嫂理解
了焦裕禄说的是对的，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

提给孩子安排工作的事。
1963 年1 月，临近春节时，县委办公室的

一位同志给焦裕禄家送去几斤肉。焦裕禄问
道：“人人都有一份吗？”那个同志说：“春节快
到了，书记们工作忙，顾不上打肉，这是特意照
顾几个领导的。”焦裕禄说：“我家的肉已经买
好了，你回去看看办公室谁没买肉就给谁吧。”
他还叮嘱那个同志，以后不要再单独照顾领导
了。1月19日，焦裕禄为了让兰考的党员干部
勤俭过春节、廉洁过春节，就亲自起草了《关于
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勤俭过春节，防止浪费的
通知》。

时刻想着群众利益时刻想着群众利益

焦裕禄高度重视群众纪律，他常说：共产
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
面前，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
助群众。

1963年1月中旬，焦裕禄下乡回到兰考县
委后，看到墙上的救济名单有自己的名字，便
找到机关党支部书记问明情况，要求去掉自己
的名字，并以此召开机关党员大会。他说：“兰
考是个灾区，人民的生活都很困难。我们时
时、事事应该首先想着群众。我们是共产党
员，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宁可自己苦一些，也不要随便要国家的救济。
我们是县委机关，应给全县干部做出榜样。”最
后，相关部门又重新评定了救济人员，重点照
顾了8位困难最大的同志。

1963年12月9日，北风刮了一夜，大雪下
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焦裕禄就把同志们叫
起来开会。他说：“这场雪越下越大，它会给群
众带来很多困难，在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
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去。”吃完
饭，他带领同志们冒着风雪下乡。他还忍着肝
疼，一天跑了9个村，慰问了几十户困难群众，
没喝群众一口水，没烤群众一把火。

工作中严明纪律工作中严明纪律

焦裕禄赴任兰考时，当地连年灾荒，风沙、
内涝、盐碱“三害”肆虐，部分干部的思想较不
稳定、战胜灾害的信心不足，还出现了少数干
部以权谋私的现象。为改变这种情况，焦裕禄
一到任就把严明工作纪律放在了突出位置，并
且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1962年12月24日，在县委扩大会上，焦裕
禄明确强调，各级党委和各部门负责同志，要
模范地执行党的纪律，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生活不能搞特殊，家属也不能特殊。他还
要求，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要发扬革命的友
爱精神，互相监督，防止犯错误，原则的问题要
坚持斗争、生活细节的问题要互相关怀。他是
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1963年1月1日，焦裕禄收到群众来信，信
中反映城关区盆窑公社个别干部的问题。为
了核实来信反映的问题，焦裕禄亲自前去调
查。通过调查，焦裕禄发现一些干部确实不执
行按劳分配政策，有的严重贪污多占，甚至放
高利贷雇工剥削，损害集体利益，严重挫伤了
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焦裕禄立即会同区、社党
组织进行了认真处理。第二天，焦裕禄要求把
查清的问题以及处理情况通报全县，以教育全
体干部群众。

生活上严格自律生活上严格自律

在日常生活中，焦裕禄对妻子和子女要
求非常严格。刚到兰考工作时，焦裕禄的妻
子和儿女都跟着他住在县委大院。有一次，
他看到妻子到县委食堂提了一壶开水，就把
妻子严肃地批评了一顿。焦裕禄说：“这个开
水，你提了用，你可是方便了，但你是县委书
记的老婆，不能带头破坏了办公的秩序。”一
壶开水事小，但这件事又使他意识到，干部家
属住在县委大院可能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
因此，经他提议，所有住在县委大院的家属全
部搬了出去。

1963年11月14日，城关镇渔场一位同志
给焦裕禄家送去 10 条活鱼。想着味道鲜美
的鱼肉和鱼汤，焦裕禄的几个孩子非常高兴，
等着焦裕禄回家发话吃鱼。焦裕禄回家后看
到了活鱼，觉得奇怪，便向妻子和孩子们问明
情况，他对孩子们说：“鱼塘是集体的，这些鱼
是叔叔们辛勤劳动养大的，咱们没有劳动，不
能要，想吃鱼明天赶集去买。”几个孩子明白
了爸爸的话，都懂事地点点头，把 10 条鱼送
还了渔场。

张龙

焦裕禄严守党纪的故事

井冈山上炼土盐井冈山上炼土盐

被敌人围困的井冈山根据地，食盐、
药品等物资“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
贵之中”。1928 年6月，王耀南想到在湖
南老家做火药提纯毛硝时会有土盐析出，
把土盐里的硝和杂质提出来，就可以得到
食盐。他把想法报告给了毛泽东和朱德，
提纯食盐需要菜油和牛皮，毛泽东听了汇
报当即就批给半斤菜油和一些牛皮先做
实验。

王耀南等人支起大锅架上火，倒入雨
水，化开土盐，另外用小锅把牛皮熬成胶。
用木棍在大锅里不停地搅拌，适时加入菜
油，撇去浮沫，兑入牛皮胶，食盐慢慢地从
锅底析出来。停火后把锅里食盐上的硝水
倒入水桶，再加入清水使劲搅拌，重复几次
后再点火将盐烘干，便得到了白花花的食
盐。王耀南还想到用盐碱土、墙角和茅厕
边上的老土也可以提炼做黑火药的硝和食
盐。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力支持下，王耀
南几天的工夫就又造出了食盐，部分解决
了根据地军民吃盐的难题。

见证工兵部队创建见证工兵部队创建

1930 年 5 月，王耀南入党不久，被召
集到红四军司令部，研究成立工兵连的具
体筹备工作。工兵连战士以安源煤矿工
人为班底，包括爆破、铁匠、木匠、篾匠、电
工等工种，后来继续注意物色矿工、木匠、
铁匠、水手、泥瓦匠等有一定技术和专长
的人。1930年6月，红一军团总部工兵连
在福建长汀正式成立，王耀南任工兵连
长。工兵属于特种兵，职权高于步兵，工
兵连行使营级职权，朱德对工兵连也是非
常重视。1931年4月在福建建宁，红一军
团总部正式给工兵连授予军旗。据王耀
南回忆，当时军旗是红色的，三面缀着旗
穗，以旗穗的颜色区分不同兵种，步、骑、
炮、工、辎重五个兵种的旗穗颜色分别为
红、黄、蓝、白、黑。工兵连队的旗穗是白
色，在军旗二寸半的白布边上写着“中国
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连部”。

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
次“围剿”后，随着战事扩大，红军迫切需
要组建规模更大的工兵部队。1934年春
末夏初，工兵营在瑞金红军大学成立，刘
伯承校长代表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正
式宣布了军委工兵营组建命令并授军旗，
王耀南任营长，行使团级干部职权，军旗
也是团级军旗。在以后的长征、抗战、解
放战争中，工兵部队总是走在前面勘察地
形，无论是进攻、防御，还是撤退，都离不
开工兵部队的特种作业，这支部队也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部队的前身。

长征路上第一桥长征路上第一桥

1934 年 10 月上旬，王耀南得到红军
总部命令：12 日午夜之前赶到江西于都
执行架桥任务。到达于都后，王耀南等人
得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
利，很快会被国民党大军包围，在敌人包
围圈形成之前，红军必须立即突围。他们
的任务是马上要在于都河上架起 5 座浮
桥，于都河在该县境内长约60华里、河面
平均宽度600米、水深1米至3米、河水最
大流速为1.2米/秒、河底结构为砂石，架
桥难度比较大。为防止敌机侦察，过早暴
露目标和我军行动意图，在午后5时到第
二天早晨 7 时夜间施工。根据地的老俵
非常热情地为红军提供支持，听说红军要
木料，有的群众不等南瓜成熟就扯断瓜藤
拆掉瓜棚，有的老人拿出棺材板送给红军

架桥。整个架桥施工共动员了千余名工
匠船工，征用 800 余条船，还筹集了其他
大量渡河器材，终于在 16 日午夜之前完
成架桥任务。

18日下午5时许，王耀南等人迎来了
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

“同志们辛苦了！”接着又问了架桥作业情
况和部队执行纪律情况。王耀南将架桥
材料征集情况向毛泽东汇报：“上井冈山
前，主席说不能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以后
又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我们一直
是这样做的。损坏了东西，我们都按价赔
偿。”毛泽东听了微笑着说：“打个比方吧，
造一条船要 100 块大洋。你们把它搞坏
了，他再雇工造船，一时不能生产，又不能
饿饭，这样花掉30块钱。所以，要赔130
块钱才对。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要按实际
损失考虑。”毛泽东大步迈上浮桥，一边走
一边对王耀南说：“一根篱笆三个桩，一个
好汉三个帮。我们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这
个桩，才能取得胜利。”严格的军队纪律、
群众的支持帮助和工兵的不畏艰苦造就
了长征路上第一桥。

阎锡山部调干部阎锡山部调干部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寇占领北平、天
津，山西受到日军的直接威胁。阎锡山非
常希望得到一支援军，频繁向我党发电报
邀请八路军入晋，并请派一些军事干部先
期入晋，研究共同防御日军的问题，王耀
南是中央选派前往晋绥军的干部之一。
出发之前，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政治部主
任任弼时同王耀南谈话，朱德交代了军事
任务，任弼时强调在和阎锡山的交往中，
必须遵循党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和我军独
立自主山地游击抗战的原则，并详细交代
了和友军交往的政策和策略。王耀南到
太原见过阎锡山，沟通合作事宜，阎锡山
也安排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和他的外甥
梁化之联系。

梁化之准备了通行证、军用地图，配
了汽车、经费，和相关方面打了招呼，问
王耀南还有什么要求，王耀南说：“我们
的技术力量不够，想从战区军官学校工
兵课要几名毕业生。”梁化之经阎锡山同
意，准备打电话通知军校派人送 4 名测
绘、道桥专业毕业生过来，但王耀南坚持
自己去选人。梁化之很是奇怪，问王耀
南：“你是不是不信任学校？”王耀南回
答：“不是，我们八路军没什么薪饷，当八
路军要不怕死，冲锋时军官要带头，怕弟
兄们不愿意。”在梁化之的陪同下王耀南
到晋绥军官教导团挑选学员。每个进到
王耀南办公室的学员都会被问一个问
题，“你愿不愿意去打日本鬼子，怕不怕
死”。王耀南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八路
军没有什么薪饷，要准备吃苦，并一次又
一次耐心地向学员说明不愿意参加八路
军不必勉强，而学员都非常坚定地表示
了牺牲报国的决心，几乎没有碰到一名
学生表示不愿意的。可以看出，我们党
和军队是多么重视人的理想信念，而且
八路军的干部都是吃苦在前、冲锋在前，
惟此才能官兵团结，这样的队伍才有战
斗力。

王耀南将军一生始终是人民军队的
一员，他的革命历史充分展现了爱国主义
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让后来者能够更
为深刻地理解他所属于的这支伟大军队
是怎样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长起来，如
何用信念与智慧战胜一个又一个强大的
对手。

齐欣原 张颖春

被毛泽东誉为“工兵专家”的王耀南将军

王耀南将军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为数不多的工人党员
之一，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开国少将。他8岁就跟随爷爷
在安源煤矿做了井下爆破童工，16岁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
山，抗日战争中提出和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等经典战术，抗美
援朝战争中提出了直接影响战场局势的坑道战战术。王耀南
将军一生屡立奇功，曾为我军工程兵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不可替
代的贡献，被毛泽东誉为“工兵专家”。


